
16 日上午，30 余名省内外作家来

到陈亮故里龙山镇开展采风活动。一

踏入首站桥下小学的校门，就能看到教

学楼的外墙上赫然挂着八个大字：推

“陈”出新，点“亮”心灵。为积极发扬陈

亮文化、传承陈亮精神，在桥下小学的

校园里，随处可见陈亮元素。

在校长王忠美的引路下，系上红领

巾的作家们重拾童心，面向陈亮塑像，

听小导游讲述陈亮生平，游走在文化

长廊里品读陈亮事迹。大饱眼福之

余，众人不禁发出感慨：“桥下小学简

直就是一座‘陈亮小学’啊！”王忠美笑

着点头表示赞同，多年来，桥下小学坚

持致力于弘扬“义利并举，以义为先”

的陈亮文化，使陈亮文化成为桥下小

学闪亮的金名片，培育出一批批优秀

的新时代“小陈亮”。

离开桥下小学后，作家一行特意前

往陈亮墓，拜谒这位永康先贤、一代文

宗。“陈亮年轻时屡试不第，将近 50 岁

的他第四次参加科举，竟高中状元，正

当他准备大展拳脚时，却于翌年在路上

暴毙而亡。所以，这是一方衣冠冢。”众

人静静地驻足于墓碑前，听章锦水讲述

陈亮故事。在慎终追远、缅怀先贤的情

怀中，作家们更深入地了解到陈亮的学

说思想。章锦水认为，陈亮不仅在文学

上成就卓越，其诗词中展现的家国情

怀、凛然正气、担当作为也对现当代人

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随后，作家们沿着陈亮文化风景

线，相继游览了太平湖、渔川村、普明禅

寺等，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散落在乡野

山林之间，极具诗情画意，犹如一幅匠

心独运的山水长卷。大家纷纷争相留

影，记录下绿色生态的龙山之美。

在此次采风之旅的回程路上，青年

作家桑子感叹，行走在陈亮的家乡，充

满着创作灵感。她说：“永康龙山镇给

我的印象是一个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

相契合的好地方。历史文化是一个地

域的灵魂，传承人文精神，挖掘历史人

物的魅力，带动地方经济，服务民生，发

挥出历史文化的辐射作用，永康堪称典

范。”

16 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与“龙山经验”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杭

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举行。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龙

山镇党委书记郑云涛在致辞时说，

永康历史上出现过两位代表人物，

一位是北宋清官胡则，另一位是南

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陈亮。陈亮

开创了“永康学派”，强调“义利并

举”“实事实功”，高度重视有利于国

计民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他的法

律思想突破了中国古老传统“法治”

理论的框架，强调了建立完善的法

治体制的重要性。两位先贤的思想

融入了永康人民的精神血脉，深刻

影响着永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

成了“龙山经验”形成和发展的重要

文化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

法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晓耕主持

开幕式。与会的 20 余名专家学者，

围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龙山经验”的法治文化底蕴两

个层面，展开了深度交流和思想碰

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孕

育一方文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亮研究会负责人章锦水和胡公文

化研究会会长胡联章分别从“陈亮文

化的当代价值”和“胡公文化的清廉

法治”两个角度，相互引证了“龙山经

验”法治文化与先贤胡则、陈亮思想

的共通性。胡则为官，以民为本，将

百姓的利益放在仕途之前；陈亮身为

思想家，重视人欲、人利，强调人在社

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这与“龙山经

验”的内核是不谋而合的。由此可

见，在新时期、新阶段挖掘永康名人

文化，能为“龙山经验”法治文化的深

化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底蕴，对弘扬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

意义。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龙山经验”

人大代表联络站联络员，黄美媚亲历

了“龙山经验”从永康走到浙江、再走

向全国的过程。她表示，“龙山经验”

发源于陈亮故里，它的成长深植于陈

亮文化的厚土，依托陈亮“义利并举”

理念的传播基础，将文化力量汇入基

层治理体制，以达到“无讼”的目标。

联络站运行一年多来，已化解矛盾纠

纷 200 多起，发放救助金 100 多万

元，撬动了近 2 亿多元的涉案执行

款。

17 日上午，陈亮厅揭牌仪式与

“永康学派”传承发展座谈会在杭师

大沈钧儒法学院举行。

章锦水在发言中首先表示，陈亮

厅的设立，为宣传、挖掘、弘扬陈亮文

化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提供了更

多的学习交流机会，也有利于推动

“龙山经验”法治文化深层挖掘。他

说，希望今后有更多人参与到陈亮文

化的研究中。

“陈亮文化研究的‘春天’已经到

了。”龙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英男

表示，推动陈亮文化的发展，龙山镇

责无旁贷。他建议在龙山建设一个

产学基地，方便专家学者到龙山开展

实地研学。

陈亮厅的捐赠者吕月眉是金华

市人大代表、龙山人。“从小，父亲教诲

我要像陈亮一样做人。”吕月眉说，没

有社会基础，理论无法落地。她希望

借助陈亮厅这一载体，让一代代法学

院学子了解陈亮、熟悉陈亮，深入挖掘

陈亮文化中的法治思想。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陈亮文

化走进高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陈亮

文化在浙江省的品牌影响力。同时，

通过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探讨，“龙山

经验”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关

系得到深入挖掘，“龙山经验”蕴含的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得到传扬和深化，推动“龙山经验”

理论化、体系化建设进程更上一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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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助推“陈亮文化”品牌建设、加快打造“世界五金之都，品质活力永康”贡献龙山力量，近日，龙

山镇党委政府、市陈亮研究会、市作家协会及市音乐舞蹈协会联合举办了“立信义 弃陋习 扬正气”之陈亮
文化周系列活动，本报记者一路跟随采访，近距离体悟“陈亮文化”深邃内涵所带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14 日晚，灯火摇曳，清茶飘香，

陈亮诗词朗诵会在龙山镇普明禅寺

举行，为“立信义 弃陋习 扬正气”之

陈亮文化周拉开了序幕。来自全国

各地的作家诗人、朗诵家汇聚陈亮故

里，以文学、朗诵、情景剧为楔，与先

贤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龙山作为南宋状元陈亮的故里，

自陈亮故去至今，无数文人才子慕名

而至，沿着龙川先生的生活轨迹行

走，留下了动人的诗篇；当天，同样在

这片土地上，众人沐浴在诗词朗诵带

来的文化洗礼中，重读陈亮生平，共

同聆听陈亮文化在龙山大地上的悠

久回音。

“我写‘中兴五论’，我满腔热血，

以期为天地日月雪冤。然而，我的书

中有太多不平之气，我的文章只是‘秀

才醉后妄言’⋯⋯”专程从北京赶回来

的朗诵家李东首先登台，为大家演绎

了诗人飞廉的作品《方岩怀陈龙川》。

或哀伤婉转，或铿锵激越，时而

高亢，时而低沉，通过朗诵家层次丰

富的演绎，不同时期的先贤形象生动

地跃然于观众眼前：作为爱国词人奋

笔疾书、上书力主抗金的陈亮，作为

思想家提出“义利并举”的陈亮，与朱

熹在五峰辩论的陈亮，满腔热血、刚

正豪迈的陈亮，屡次碰壁、郁郁不得

志的陈亮⋯⋯

陈亮诗词朗诵会至中途，一场夏

雨突如其来，但并未浇灭参与者的热

情。台上灯光舞美与诗文朗诵相得

益彰，台下听众熏熏然沉醉在朗诵声

中。一首首陈亮诗词、一段段陈亮轶

事，让先贤其人、其事、其精神内核，

通过朗诵这一大众艺术载体，润物细

无声地滋养着听众的心田。

“⋯⋯普明寺里，太平湖畔/纵马

飞来你也在这诗歌之夜。”诗人南蛮

玉有感于当晚的浓厚氛围，现场写下

一首诗词《雨夜致龙川》。她对记者

说，在陈亮故里龙山举办这样一场朗

诵会，既是对先人的隔空致意，也是

当下诗人之间一次精神碰撞。当雨

水飘洒之时，她感到自古以来的诗意

从未走远。生命中的诗和远方，也许

就充盈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朗诵陈亮诗篇 聆听龙山大地上的悠久回音

30余名作家走进龙山
书写先贤陈亮情怀

2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研讨“龙山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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